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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语言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苗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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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苗语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苗族人群日常生活中占据着极

其重要地位。但随着国家普通话的推广和城镇化的发展，黄平苗语受到

了不同程度地冲击。本项目通过实地走访、文献查阅、问卷调查等方法

对黄平苗族苗语做了研究调查，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保护

苗族语言传承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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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人类出现民族后，任何一种语言都属于一定的民族”。[1]

“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也是一个富有斗争精神的
民族”。[2]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黄平苗族语言在该地区苗族人
民的生活过程中起着重大作用。现如今，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
技术的快速发展、少数民族青年出外求学、进城务工、搬迁等诸
多原因，该地区苗族语言正在逐步弱化和被汉化，黄平苗族语言
的保护和传承正在经受着巨大的考验。因此，本项目致力通过对
该地区苗语口语、文字素材、文字使用现状的收集、整理和调研，
提出保护和传承该语言的路径，以期该地区苗语文化能在中国多
民族的大家庭中永存着自己的一席之地，在五十六个民族中开出
自己的绚丽之花，在中国多民族的和声中唱出自己的美妙之声。 

二、关于黄平苗族苗语的调查 
在我国苗族分布的地区中，贵州苗族人口居首位，而贵州的

苗族主要分布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黄平县位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该县大部分是苗族聚居，所以至今还保留着相对纯粹的苗族语
言。 

1.调查方式： 
（1）实地走访。走访苗协会专家，村民（包括苗族、穿青、

布依族、仡佬族、彝族、土家族、侗族、畲族、水族、汉族、白
族）。（2）文献查阅。黄平县图书馆查阅苗族语言相关资料。 

（3）问卷发放。对六盘水师范学院少数民族班和非少数民
族学生发放纸质调查问卷。 

2.调查结果：根据对调查素材的收集、整理、统计、比较和
分析得出结果：黄平苗语被使用的频率越来越低，会说苗语的人
群也日渐减少，黄平苗族苗语使用呈现衰退状态。 

三、苗族苗语使用现状 
1.改革开放以来，苗族语言在学校教育中急剧萎缩，苗、汉

双语教学班越来越少。而黔东南黄平苗族交流主要使用苗语和汉
语。现今苗族人们使用苗语的频率越来越低。他们会根据不同的
交谈环境和对象而选择交谈的语言。大部分表现为，如果交谈对
象会苗语就说苗语，如果在苗族聚居村内就说苗语。在外界日常
社交中，由于会说苗语的同胞较少，所以说苗语的情况也比较少
或者几乎不说苗语。由于现在社会中基本上都说普通话，所以在
苗族聚居村落中说苗语的也越来越少。学校主张普通话教育教
学，苗族教育日渐衰落，导新一代学生逐渐被汉化，苗族语言的
传承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使用苗语的情况不同 
一是长期呆在家里的中、老年村民，他们能够说一口流利的

苗语，这类人在苗族聚居村落中大多数。二是长期在外务工的村
民，他们大部分是中青年人，能听得懂苗语。由于身边的人大多
说普通话，所以他们交谈都使用普通话，通常只有当他们回到村
里和本村落的年长者交流时才说苗族语言，但苗语使用并不是那

么流利。三是就读于小学阶段的学生和在外长大的村民，他们既
不会说苗语也听不懂苗语。四是通过婚嫁迁入本村的村民，经过
长时间的耳濡目染，她们能听懂并且会说苗语。 

四、黄平苗语衰退的原因分析 
1.苗族语境的变化给黄平苗语衰退带来了极大影响。“一是

苗族文化生态变化的影响，首先，苗汉通婚近年来已呈上升趋势，
由于历史的原因，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苗族和汉族都较少通婚，
在新中国成立后，苗汉通婚已不再是禁区，各地的苗族都不同程
度的与汉族或其他民族通婚”。[3] 苗汉通婚的家庭多数是使用苗
语和汉语进行交流，其子女大多数改说汉语，尤其是苗汉混居区
域的苗族，大部分人苗语已说得不流畅，这对于只会用苗语进行
交流的人来说无疑是失去了语言基础。其次，高考制度恢复后，
一部分学习成绩优秀的苗族青年通过高考，招工，招干等各种途
径到不同地区就业，从而离开了苗语的语境,这些苗族青年，随
着工作性质和生活环境的变化，已经很少有机会再讲苗语，大部
分人也不会再回到苗族村寨生活，所以造成了苗族语言的衰退。 

2.普通话的推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黄平苗语的传承。黄平
苗族聚居地经济发展较落后，没有稳定收入的苗族中年人为了提
高生活质量而选择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务工，孩子们也跟随着父
母到外地接受教育，这些地区实行普通话教学，基于说普通话的
习惯，他们宁愿用普通话与父母交流而不愿用苗语。在外省出生
的孩子，由于受语言环境的影响，大多被汉族同化，这对他们来
说无疑是失去了苗族语言基础。 

3.苗语教育意识淡薄使学生缺乏学习苗语的机会。苗语的传
承不仅依靠良好的语言环境还要有正规的苗语教育，而现今在黄
平的学校中，在职的大部分老师都是来自各个地区的汉族或者是
已经被汉化的苗族，他们本身就不会说苗族语言，并且没有苗族
语言的意识，自然不能教授学生苗族语言。而大多数学校并没有
开设苗族语言班，导致学生没有条件去学习苗族语言，从而使苗
族语言被淡忘。再加上苗族地区教育的落后也让苗族语言学习面
临着失传的危险。 

五、苗族苗语保护的措施 
1.政府加大对苗协会工作的支持，尤其是关于苗族语言课题

研究方面给予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通过苗族文字的普及和
开展苗族文艺活动来传承苗族的语言文化。把苗文化融入到日常
生活中，组织苗协会专家深入调查苗族聚居村的语言、文字的记
录，描写和保存村民的日常生活和风俗民情，尽量降低苗族语言
失传的速度。 

2.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苗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鼓励苗族人
民穿苗族服饰，重视苗族的每一个节日。定期组织传承和发展苗
族语言的活动，例如：苗族情歌、酒歌比赛、芦笙节、苗族服饰
展览等。开发旅游产业（关于苗族风情类）以此来让苗族同胞对
外宣传苗族文化、语言，打造自己的民族品牌，同时吸引非苗族
人来学习和交流，不同民族间进行接触，其语言也必然会发生接
触“社会因素决定接触的深度，决定干扰和借贷的方向”。[4]从而
达到保护苗族语言的传承与发展的目的。 

3.当地教育局及人民群众应当重视苗汉双语教学，开设苗族
课程。把苗语引进课堂，引进和培养会说苗族语言的优秀教师。
为对苗族语言有兴趣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从而加深他们
对苗族文化的了解，增强对苗族语言传承和发展的责任感和认同
感。 

4.当地上级领导部门应当起带头作用，加大宣传苗族文化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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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度，联系媒体新闻发布会。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是
一个苗族聚居地，当地的领导干部大多数为苗族，在日常生活中
他们应当多说苗族语言并且带动和鼓励当地群众参与到说和学
习苗族语言当中来，以提高群众保护苗族语言的意识。 

5.苗族与非苗族人民互相借鉴和体验本民族的语言；在大学
校内开设一个“苗语小天地”（每星期一次），把爱好苗族语言的
同学聚集在一起学习和交流建；建立苗族文化学习网站。 

6.保护现有的苗歌传承人，培养新传承人。传承人是苗语传
承和保护的重要媒介之一，苗族歌曲口耳相传，传承人起着承上
启下的桥梁作用；同时，鼓励传承人开展授艺培训，让更多本土
苗族年轻人参与到苗族歌曲的学习中来，有利于培养新的传承人
代代相传。 

7.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将苗语、苗族歌曲等录成音像视
频，并将其上传于网络平台，让更多人了解苗族文化的多姿多彩。 

8.从自身开始，以身作则做一个苗族语言的传承者和弘扬
者。 

六、结束语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实行苗语保护和传承的必要
性、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对黄平地区实行双语教育、重视和鼓
励苗族节日的开展，既能保证苗语的自由使用和传承，又有助于
少数民族获得全面的发展。而作为当代青年苗族大学生有义务和
责任号召苗族人及其群众一起参与到苗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的
活动中去。通过苗语走进校园、走进日常的生活等有效途径，让
同学、群众认识到苗族的优秀文化，感受到苗族语言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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